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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十三钗》的变异修辞艺术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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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严歌苓作为一位“多产多奖”作家，善于运用多变高超的语言艺术使得其作品充满

鲜活的生命力，而在她的中篇小说《金陵十三钗》中，充斥着大量的语言变异修辞艺术，主要体

现在词汇变异、语法变异和矛盾表达变异方面。多种变异修辞手法的运用不仅增强了作品的

审美特性，也显示出她炉火纯青的语言造诣与独特的语言风格。本文以《金陵十三钗》为例研

究其变异修辞特征，透视其语言表达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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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陵十三钗》写的是中国民众承受的凌辱和

苦难，以及这些苦难对普通人甚至等而下之之人

精神的淬炼和提升，激发他们舍己为人的自我牺

牲精神，体现 出“患 难 见 真 情”的 人 间 关 爱，亦 即

“敌忾情绪演化出来的”“可歌可泣的事实”。小说

获得第十二届百花奖原创中篇小说奖，并被改编

成同名电影。这部小说受到广泛好评固然与文中

富有感染力的故事情节有关，同时不可或缺的是

作者强大的语言驾驭能力。文本中，作者于多处

使用了变异修辞的手法，打破了传统的语言模式，
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与审美价值。

所谓常规修辞，是指沿袭下来经常采 用 的 一

般表达方式；所谓变异修辞，是指突破常规变通使

用的特 异 表 达 方 式。变 异 修 辞 离 不 开 言 语 变 异

美。而变异 性 修 辞 是 构 成 言 语 变 异 美 的 重 要 途

径。言语变异美是人们对言语表达的美感要求。
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变异而奇特的言语表达

更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吸引人们注意。
严歌苓在《金陵十三钗》这部小说中使用了大

量的变异性修辞技巧，主要体现在词汇、语法和矛

盾表达方面，使得人物形象饱满生动，作品也富有

鲜活的生命力。

　　一、词汇变异

词汇反映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发展的 状 况，也

标志着人们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广度和深度。词汇

是语言的建筑材料，没有建筑材料就不能盖房子，
没有词汇就不能造句子。在选词造句时要遵循一

定的社会规范，但有时为了适应环境和特殊的需

要，也有意打破常规，标“新”立“异”。

　　 （一）词形变异

词，特别是复合词，是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

成的，具有意义上的完整性和结构上的凝固性，不
能随便将它们拆开使用。但是，在特殊的场合下，
也可以采用将某些合成词或词组拆开的办法，挖

掘出某种内涵意义。例如：
（１）她的胯骨撞到戴少校身上时，少校给她撞

得忘了老家，撞出一个老丘八的笑来。
例子中 的“丘 八”表 示 的 其 实 是 一 个 词———

兵，作者将其拆分为两个部件，具有幽默风趣的效

果，生动地表现了少校的表情及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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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抽换语素

人们在表达时，往往会根据特定的需求，抽换

现成词语中的某些语素，仿拟构成一个临时性的

“新词”，换上的语素可以突出强调表达的重点，使
得“新词”别具一番表达效果。例如：

（２）这个细部周边，处处铺陈着南京市民的尸

体，马路两边的排水沟成了排血沟。
（３）有一个人带头其他人便胆大了，从尸山尸

海里辟出的小径朝李全有和王浦生走着。
例（２）将“排水沟”抽换语素构成“排血沟”，突

出强 调 了 血 流 之 多，南 京 百 姓 被 杀 的 人 数 之 多。
例（３）以“人山人海”为基础，将“人”抽换成“尸”，
用以强调“尸体”之多，也从侧面反映了侵华日军

对中国百姓的残害，表现了作者愤懑之情。

　　（三）超常组词

用词要规范，不能生造词。但是，为了某种表

达效果的需要，有时故意组成一种字典、词典里没

有的、并非约定俗成的词语，这是语言运用中的一

种变异现象。它是具有变异性的“临时组词”，所

以我们叫它“超常组词”。这里的超常指的是词语

组合的逻辑或语义上的异常，“组词”一般用以表

示作者赋予的一种含义，即表示作者所设的一种

概念。例如：
（４）等我长到可以做她谈手的年龄，我发现姨

妈找了一辈子的女人是个妓女。
（５）“安全区连坐的地盘都不够，就是挤进去，

也要当人秧子直直地插着！”
例（４）中的“谈手”是由“谈”和“手”两个字组

合而 成 的。由“谈”构 成 的 词 语 一 般 有：谈 话、谈

判，谈事情等 等，由“手”和 别 的 成 分 构 成 的 词 语

有：洗 手、放 手，左 手 等，但 一 般 没 有“谈 手”的 说

法，因此它是超常组词，从上下文看，表示的是“谈
话的对手”的意思。例（４）中的“人秧子”是由“人”
和“秧子”两个词构成的。“秧子”的意思是：农作

物的幼苗；水稻幼苗；动物的幼体或雏；组词一般

有如：病秧子、猪秧子等，因此“人秧子”是一种临

时的超常组词搭配，生动形象地从侧面反映了安

全期人满为患的景象。

　　（四）曲解词义

词语的意义一般不是字面意义的简 单 相 加，
在变异选择时却往往根据词语的字面意义进行有

意曲解，以出人意料的意义获得不一般的表达效

果。例如：
（６）从透气孔看不清地下仓库的全貌，谁挪进

“西洋镜”的画面就看谁。
（７）是小愚带着安娜和苏菲向法比告的状，要

法比来干涉窑姐们“劳军”。
“西洋镜”亦作“西洋景”，本意有两个：一是民

间一种供娱乐用的装置，匣子里装着画片，匣子上

有放大镜，可见放大的画面。因最初画片多西洋

画，故名；二是比喻故弄玄虚借以骗人的行为或

手法。而例（６）中的“西洋镜”表示的意义是地下

仓库 中 可 以 看 清 的 地 方，显 然 是 有 意 曲 解 本 意。
“劳军”意思是慰劳部队官兵，但在例（７）中，本意

被曲解，是一种夸张的说法，形象地表达了女学生

们对“十三钗”的不满。

　　（五）色彩变异

词汇意义的主体部分是词的“概念意义”，也

称词的“理性意义”；此外，词汇意义还包括附着在

概念意义上的色彩意义等其他意义。色彩意义蕴

含着人们对事物现象的主观态度与评价。词语的

色彩 变 异，包 括 感 情 色 彩 变 异 和 语 义 色 彩 变 异。
文中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大词小用

将描述重大对象（人或事物）的词语用于描述

较小的对象，以此改变词语的感情色彩。例如：
（８）为 了 这 两 句 致 歉，难 为 他 操 练 了 一 阵

英文。
词典中，“操练”的意思有三条：指以队列形式

教授和练习军事技能；练习；犹实践。而在例（８）
中，作者将“操练”与“英文”搭配，显然是将“大词”
运用到了“小对象”上，于诙谐中显示了日军的虚

伪狡诈。

２．赋予中性词以感情色彩

有的词语本身没有感情色彩，往往在 言 语 表

达中临时赋予了感情色彩，即有的赋予了贬义（中
词贬用），即有的赋予了褒义（中词褒用）。例如：

（９）连赶来增援的阿顾和陈乔治都没能挡住

这个涕泪纵横的先头部队。
（１０）法比用英文叫喊：“动物！动物！”
“先头部队”指战斗中先去破坏、弄清情况、呼

叫大部队集结火力的部队。具有中性的色彩，而

例（９）中的“先头部队”指的是先闯入教堂的窑姐

们，神职人员对她们充满着无奈，作者却称她们为

“先头部队”，赋予其褒义色彩。“动物”本为中性

词，而在例（１０）中，却被赋予了贬义的色彩，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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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比的眼中，“十三钗”已经不能称之为“人”，而
是一群“动物”了。

　　 （六）语体变异

语体是语言的功能变体，它是在一定 的 交 际

环境里，为了达到某种目的而形成的。不同语体

有不同的语言风格，词语的运用是形成不同语体

风格的一个重要方面。属于甲语体的语体词，有

意让其进入乙语体言语作品里，往往会被赋予新

的意义，产生特殊的修辞作用，这就是词语的语体

变异。例如：
（１１）现在不仅没有大乱归治的丝毫迹象，并

且杀生已进入惯性，让它停下似乎遥遥无期。
（１２）他希望法比克服“消极进攻性”，争论要

明着争，批驳也要直接爽快，像绝大部分真正的美

国人。
“惯性”是物体的一种固有属性，是物体保持

静止状态或匀速直线运动状态的性质。属于物理

学的术语，作者将其运用到小说中，将科学体变异

为艺术体，在例（１１）中表达了日军对中华民族的

野蛮行径。消极进攻：最早在射击游 戏ＣＳ（反 恐

精英）里出现的消极进攻，其意义是指，当在时间

限制之内进攻方要完成某项任务，但是贸然出击

没有任何优势，别人在暗处，自己不能轻举妄动，
进攻方往往是拖延时间，不到最后一刻不轻易发

动总攻。在此也是一种语体变异，将军事用语用

于小说，别有风趣，表达了神甫对法比的期许。

　　二、语法变异

（一）词性变异

词性变异，又叫“词类活用”，指“在特定的语

境中，让甲类词语临时性地具有了乙类词语的语

法功能的修辞现象”，具有鲜明的变异修辞功能和

效用。严歌苓作品中词性变异的广泛运用具有突

出的语用价值。例如：

１．名词异变为动词

（１３）为首的那个叫红菱，滚圆但不肥胖，举动

起来泼辣，神色变得飞快。
例（１３）中的“举动”本是个名词，这里赋予其

动词 特 征，把 红 菱 泼 辣、好 动 的 特 点 幽 默 地 凸 显

出来。

２．动词异变为名词

（１４）她们还不知道为谁安魂，不明白她们失

去的是谁，因此她们恍惚感觉这份失去越发广漠

深邃。

（１５）他每一点康复都给我充实感，好像比任

何事都更让我感到充实

“失去”本是动词，在例（１４）中被置于“这份”
之后，临时活用为名词，化抽象为有形，将女学生

们的懵懂与悲痛之情形象地刻画了出来。“康复”
本是动词，在例（１５）中被“一点”修饰，赋予其名词

特性，将慢慢康复的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

３．形容词异变为动词

（１６）你那嘴是该卫生卫生！

（１７）她是在尖刻自己。
“卫生”本是形容词，在例（１６）中被置于“该”

后，异变为动词，生动地将“十三钗”的嬉笑怒骂呈

现在读者眼前。例（１７）中的“尖刻”本为形容词，
意为尖酸刻薄，在此将其与“自己”搭配，具有了动

词性特征。表达了玉墨对自身的残忍要求。

４．形容词异变为名词

（１８）戴涛决定停止一切徒劳。
（１９）狗日的枪毙这么多中国兵！

“徒劳”本 是 形 容 词，在 例（１８）中 将 其 与“停

止”搭配，赋予其名词性特征，意思也变为表示“徒
劳的行为”，表达了戴涛果断的决策能力。例（１９）
中的“狗日的”是个具有形容词性质的修饰语，在

此特指“日军”，表达了对日军的极度痛恨之情。

　　 （二）词语搭配的变异

词语搭配变异是艺术语体的言语特 征 之 一。
在言 语 交 际 中，词 语 搭 配 变 异 信 息 容 量 大，蕴 含

广，发挥的作用比一般正常搭配更大，是传递信息

的有效手段。利用词语内部结构的复杂性和灵活

性，巧妙地构织新颖别致的表达方式，从而使语言

表达丰富多彩，变化多端，采用人们一般没有用过

的搭 配 形 式，也 充 分 体 现 了 言 语 表 达 的 创 造 性。
文中词语搭配变异技巧使用的次数非常多，经统

计，共有１３４例。

１．主谓结构

词语搭配变异中的搭配项组合后形成句法结

构上的 主 谓 关 系。此 种 搭 配 变 异 在 文 中 多 处 可

见，共出现了４２例。例如：
（２０）她的脚都认识从工场这头到那头的路。
（２１）又宽又长的起居袍为他扬着风帆。
（２２）女人跪着的背影生了根，肩膀和腰却一

直没有停止表达。
例（２０）中的“认识”本是和人或动物等有生命

力的对象搭配，在此将其与“脚”搭配，生动地从侧

面反映了书娟对这条路的熟悉，闭着眼睛都能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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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例（２１）将“起居袍”与“扬着风帆”搭配，是一

种新奇的说法，激发读者联想神甫起居袍在风中

飘动之景。在例（２２）中“背影”与“生根”组合，“肩
膀和腰”与“表达”组合，都是将无生命力的对象搭

配在与有生命力的对象组合的动词上，形象地刻

画出了玉墨的悲痛之情，久久的立在原地，肩膀和

腰的抖动显示出她在抽泣。

２．偏正结构

词语搭配变异中的搭配项组合后形成句法结

构上的偏正关系。最突出的功能就是通过构成偏

正结构的词的语义变化和位置移动，使语言富有

形象感、新奇感和整体感。这种变异搭配在文中

出现的次数最多，共有４９例。例如：
（２３）她的脚落在《圣经》装订工场的地面上，

感到黏湿刺骨的十二月包裹上来。
（２４）书娟走在湿冷的安静中。
（２５）女孩们呆子一样看着如此瑰丽的恐怖。
在例（２３）中作者用“黏湿刺骨”来修饰“十二

月”，不仅赋予了“十二月”以湿冷的性质，同时也

使读者如 临 其 境。例（２４）将“湿 冷”与“安 静”组

合，突 出 显 示 了 笼 罩 在 死 亡 气 息 下 的 沉 寂 氛 围。
在例（２５）中，“恐怖”被“瑰丽”修饰，给予无形的恐

怖以艳丽的色彩，表达了对日军残酷放火行为的

痛恨与女孩们的震撼之情。

３．动宾结构

词语搭配变异中的搭配项组合后形成句法结

构上的动宾关系。它使词语之间的组合方式灵活

多样，表达效果显著，具有很高的语用价值。此种

搭配的 变 异 在 文 中 比 较 多 见，共 出 现 了２０例。
例如：

（２６）几分钟里，戴涛把“溃不成军”这词的每

一笔画都体味到了。
（２７）说着说着，盘在她后脑勺上的发髻突然

崩溃，流泻了一肩。
（２８）她俏皮地飞了两个神甫一眼。
例（２６）中，将“体味”与“笔画”搭配，将戴涛煎

熬的心理过程直接呈现给读者，使读者感同身受。
“崩溃”一词本多指人因过度的刺激或悲伤，超过

了本人的心理承受极限而彻底情绪失控、绝望、无
法自制。“流泻”的主体一般是“水”，例（２７）却将

这两个词与“发髻”组合，使读者轻而易举地联想

到头发松散的画面。“飞”的性质一般用于鸟、飞

机等词，例（２８）句中用“飞”字结合“一眼”，就很容

易让人联想到小鸟动作轻快敏捷的特点，侧面反

映出玉墨活泼善良的品质。

４．述补结构

词语搭配变异中的搭配项组合后形成句法结

构上的述补关系。一般来说，变异性述补结构是

在常规性 述 补 结 构 或 一 般 表 达 式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的，是经过言语表达者的反复比较之后才选用的，
这时，补语也被赋予了特殊的语义内容，并具有一

定的语用价值，从而使言语表达显得活泼多变，形
象逼真。此种搭配变异在文中出现得相对较少，
共有１５例。例如：

（２９）他的中文准确到了痛苦的地步。
（３０）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

无，空得闹鬼。
（３１）皮肤由于不见阳光而白得发出一种冷调

的光。
例（２９）句中，形容“准确”竟用“到了痛苦的地

步”，搭配新颖，出人意料，表达了英格曼神甫内心

的挣扎与痛苦。在例（３０）中，用“闹鬼”补充说明

“空”的情况，侧面烘托了南京城被日军野蛮摧毁

后的景象。例（３１）句中，将“白”与“发出一种冷调

的光”组合，形象地展现了皮肤的苍白，间接说明

躲藏时间之久与空间的隐蔽。

５．联合结构

词语搭配变异中的搭配项组合后形成句法结

构上的联合关系。联合结构是一种具有均衡特点

的句法结构，对它进行变异运用，从语值上看能使

均衡的句法结构变得灵活多姿，活泼洒脱，从而使

语言表达整中有散，整散结合，富有表现力，文中

联合结构的变异运用充分体现了这一点。此种变

异搭配在文中出现的次数最少，共有８例。例如：
（３２）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奸的友善

有点不相称。
（３３）李全有是个聪明也狡猾的士兵。
（３４）他是个好买卖人，跟日本人做起了买卖，

卖古董、珠宝、字画给他们，还卖了一点骨气和良

心给他们，才得到畅通无阻的通行证。
例（３２）句中作者将“日本人的森严”与“汉奸

的友善”放到一起，充分展现了日本人与汉奸狼狈

为奸，虚伪地骗取中国人信任的画面。“聪明”是

个褒义词，“狡猾”是个贬义词，例（３３）句中作者用

这两个词形容李全友，全面概括了他的双重性格

特征。例（３４）将“古董、珠宝、字画”与“骨气和良

心”组成联合结构，即把本来不同类别的事物归入

了一类使得构成成分性质不同，富有变异性，具有

强烈的讽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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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矛盾表达变异

说话，写文章，表达一定的思 想 内 容，要 求 在

言语形式上做到规范、和谐，前后一致，不能自相

矛盾，但有时为了交际目的和表达效果的需要，言
语表达者有意采取一种“矛盾”的言语表达法，这

是一种言语变异手法，即矛盾表达变异。此种搭

配的变异在文中出现较少，共有１６例。例如：
（３５）不管孟书娟怎样坚持，赵玉墨就是坚决

不认她。她还用赵玉墨的眼神儿斜她一眼，把赵

玉墨冷艳的、从毁容中幸存的下巴一挑，再用赵玉

墨带苏州口音的南京话说：“赵玉墨是哪一个？”
（３６）这位相信所有人生下来就平等的教育长

官，看玉墨就值一根金条和五十块大洋。
（３７）陈乔治煮了一大锅稀粥，每人发了一碗

粥和一小碟气味如抹布、口感如糟粕的腌菜，但所

有人都觉得是难得的美味。
例（３５）通过“矛盾”的言语表达法揭示出各方

面的细节都证明这个人是赵玉墨，但赵玉墨就是

不愿承认，并装作不认识孟书娟，不禁引人思考背

后的原因。例（３６）也使用了矛盾的言语揭示了教

育长官的实际行动与言语根本不相符的虚伪与懦

弱品行。例（３７）运用前后矛盾的句子充分展现了

战乱年代人们食不果腹，就连“如抹布”，“如糟粕”
的东西都被认为是“难得的美味”。

　　四、结语

文学语言是一个规范场，任何描述对 象 的 敷

陈都必须符合一定的规范要求；文学语言又是一

个变异场，一定条件下常常可以超越规范。经过

分析与统计，《金陵十三钗》这部小说当中运用了

数量颇多变异性修辞技巧，且类型丰富，使得故事

情节跌宕起伏，鲜活有力，这也是它能够囊括多个

奖项的原因之一。在严歌苓的笔下，南京大屠杀

的惨烈、日军的残暴、十三名女子关键时刻挺身而

出，变身为南京城最漂亮的一群“女学生”，慷慨赴

死。一幕幕鲜活的画面和场景更迭而起，使读者

亦悲亦叹，不忍唏嘘。同时，高超的变异修辞技巧

也促成了严歌苓独特的语言风格，而富有创造性

的语言的使用也为文学语言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１］邢福义．现代汉 语 语 法 修 辞 专 题［Ｍ］．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冯 广 艺．变 异 修 辞 学 ［Ｍ］．武 汉：湖 北 教 育 出 版

社，１９９２．
［３］骆 小 所．修 辞 学 导 论 ［Ｍ］．昆 明：云 南 人 民 出 版

社，１９９９．
［４］黄伯荣，廖 序 东．现 代 汉 语［Ｍ］．北 京：高 等 教 育 出 版

社，２００８．
［５］程雲．严歌苓小说语法变异修辞研究［Ｊ］．现代语文：学

术综合版，２０１６（８）：１３８－１３９．

［６］李贞．张爱玲小说语言的变异修辞艺术［Ｊ］．名作欣赏，

２００８（１２）：４３－５７．
［７］李娟．论余华作品语 言 变 异 修 辞［Ｊ］．牡 丹 江 教 育 学 院

学报，２０１４（６）：３２－３３．
［８］渠亚楠．略论《呼兰河 传》语 言 的 变 异 修 辞 艺 术［Ｊ］．淮

海工学院学报，２０１５（１２）：４８－５１．
［９］渠亚楠．严歌苓小说《谁 家 有 女 初 长 成》变 异 修 辞 艺 术

［Ｊ］．青年文学家，２０１０（１）：１６．
［１０］魏培娜．莫言小说《檀 香 刑》的 变 异 修 辞 艺 术［Ｊ］．伊

犁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１６（２）：９７－１００．

Ａ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Ｊｉｎｌｉｎｇ　１３Ｈａｉｒｐｉｎ
Ｊｉ　Ｐｅｉｐｅｉ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Ａｒｔｓ，Ｍｉｎ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３６３００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Ｙａｎ　Ｇｅｌｉｎｇ，ａｐｒｏｌ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ｍｕｌｔｉ－ａｗａｒｄ　ｗｒｉｔｅｒ，ｉｓ　ｇｏｏｄ　ａｔ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ｅｒｂ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ｒｔ
ｔｏ　ｍａｋｅ　ｈｅｒ　ｗｏｒｋｓ　ｆｕｌｌ　ｏｆ　ｆｒｅｓｈ　ｖｉｔａｌｉｔｙ，ａｎｄ　ｉｎ　ｈｅｒ　ｎｏｖｅｌｌａ　Ｊｉｎｌｉｎｇ１３　Ｈａｉｒｐｉｎ，ｆｉｌ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ａ　ｌａｒｇｅ　ｎｕｍ－
ｂｅｒ　ｏｆ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ｓ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ｒｔ，ｍａｉｎｌ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ｅｄ　ｉｎ　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ｇｒａｍｍａｔｉｃａｌ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ｕｓｅ　ｏｆ　ａ　ｖａｒｉｅｔｙ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ｎ－
ｈａ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ｔｈｅ　ｗｏｒｋ，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ｓｈｏｗｓ　ｈｅｒ　ｗｅｌｌ－ｗｒｉｔｔｅ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ｓ　ａｎｄ　ｕ－
ｎｉｑｕｅ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ｓｔｙｌｅ．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ｔａｋｅ？Ｊｉｎｌｉｎｇ１３　Ｈａｉｒｐｉｎ　ａｓ　ａｎ　ｅｘａｍｐｌｅ　ｔｏ　ｓｔｕｄｙ　ｉｔｓ　ｖａｒｉａ－
ｔｉｏｎ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ｎｄ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ｉｔｓ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Ｊｉｎｌｉｎｇ　１３　Ｈａｉｒｐ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ｖａｒｉａｔｉｏｎ　ｒｈｅｔｏｒｉｃ

２６ 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１１卷　


